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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城市规划学会
　　天津市城市规划学会成立于1992年，是依法登记的法人学术性社会团体

和职业组织。会员遍布全市规划及相关行业，汇集了城市规划行业的精英，

代表了天津市城市规划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秉承“学术第一、专业领先、

服务会员、服务管理”的宗旨，学会每年组织大量学术研讨和交流，出版多

种学术刊物，从事各种公益性活动，并在城市规划编制、规划立法、规划管

理体制、住宅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技术标准、城市安全防灾和规

划决策民主化等诸多领域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建议和咨询。学会还是城市规

划师继续教育机构，每年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继续教育培训。

天津市城市规划协会
　　天津市城市规划协会是全市城市规划行业的社会团体，由城市规划行业

的规划设计、规划管理、城市勘测单位和相关单位及个人自愿结成的行业

性、非营利性社团组织。业务范围包括：参与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资质审核

活动，加强城市规划行业管理；参与优秀规划设计方案和优秀论文的评选，

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注册城市规划师的培训工作，组织开

展与城市规划专业相关的行业培训活动；普及城市规划科学知识，承办城市

规划展览活动；编辑出版城市规划刊物和资料，扩大信息交流；开展行业交

流、咨询活动；完成业务主管部门委托的其他任务等等。

天津市城市规划学（协）会秘书处：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48号规划局院内
邮　　编：300070
联系电话：022 23526043　022 23540823
传　　真：022 23526043
网　　址：www.tacp.org.cn
Email：tjgh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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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由天津市规划局和天津市城市规划学会（协会）共同组织的2012年“魅

力天津·学会杯” 优秀学术论文征集和评选工作圆满结束。此次活动围绕 

“多元与包容”的主题，分别就城市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城市文化与城市

活力、城乡建筑、基础设施和勘察设计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在城镇化、区

域协调、历史与文化的多元包容发展、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和谐、低

碳生态城市建设和工程建设实施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学会（协会）各

会员单位及市规划局系统各单位踊跃投稿，共征集到论文287篇。根据相关要

求，本着“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规划学会

邀请了十七位知名专家学者对所征集的论文进行了认真评选。最终评选出一

等奖论文16篇、二等奖论文29篇、三等奖论文46篇、优秀奖论文73篇，共计

164篇。论文充分展示了我市规划行业近几年规划学科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

就，也体现了业内理论研究水平和服务管理能力的极大提高，有力地发挥规

划引导和规划控制的重要作用。规划学会（协会）将以上获奖论文收入《天

津市城市规划学会（协会）2012年优秀学术论文集》。

天津市城市规划学会

天津市城市规划协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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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论文

城市群发展的区域协调途径探讨——北美城市群经验及对环渤海城市群的启示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宫媛/师武军/郑向阳/张丽梅　03

保障性住房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指标体系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许东博/白惠艳/沈祖光　11

多重视角下的天津市都市区规划研究——透视天津市中心城区及外围地区的空间关系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相铎/张勇/沈祖光　18

工业遗产价值评价体系研究——以天津市工业遗产保护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翠云/吴静雯/白学民/张国俊　29

泛中心城区空间一体化发展格局探讨——以天津市西青区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翠云/吴静雯/赵燕　37

天津市主城区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与规划策略研究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爱华/邢卓/谢广靖　42

基于脆弱性分析的区域供水系统风险评价——以天津市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庄宝玉/高斌　51

天津参与环渤海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邢卓　59

城市空间信息服务共享平台研究与应用
　　……………………………………………………………………… 天津市测绘院　王刚　72

三维GIS中海量模型调度与存储的研究
　　……………………………………………………………………… 天津市测绘院　王冬　82

三维海量模型数据自动优化及其网络系统应用研究
　　…………………………………………………………………… 天津市勘察院　窦华成　86

天津碱厂搬迁改造工程岩土工程实录
　　………………………………天津市勘察院　王永健/吴永红/王华/陈琳娟/陈晖/李军　93

基于用地协调的低碳交通规划实践——以于家堡金融区低碳示范镇为例
　　……………………………………… 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跃文/邵勇　104

目  录 CONTENT



-  2  -

以生态效率为准则的城市适宜水面率研究——以古雷半岛城市设计为例
　　…………………………………………………… 天津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卫红　109

“品质至上、低调奢华”——万丽天津宾馆设计浅析
　　……………………………………………………………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冯玉萍　118

基于数字水印的地下管线信息安全管理方法研究
　　………… 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信息中心　王超/李伟/娄书荣/刘光媛/杨志刚　132

二等奖论文

先进制造业产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研究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征/陈新/徐龙　139

远郊小城镇的城镇化复兴之路探讨——以天津宁河县小城镇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吴静雯/刘翠云　144

职住平衡视角下的保障性住房空间布局优化——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选址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树森　150

基于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城市设计探索——以连云港凤凰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城市设计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冯天甲/周方杰　158

国外高铁枢纽地区接驳路网布局对我国的启示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马睿　170

从“地方”走向“全球”——伦敦市场活力研究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于红　180

基于生态网络分析的天津滨海新区生态结构思考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闫维/张良　188

保障房与低收入工作的空间不对称性研究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旭　196

高密度开发区域中历史空间的塑造——以于家堡南站地区城市设计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毕昱/陈雄涛/沈斯　205

城市办公楼建设面积需求量预测研究——以滨海新区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吴昊天/荀春兵/翟坤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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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rcEngine和OSG的二三维联动GIS系统设计与实现
　　………………………………………………………………… 天津市测绘院　廉光伟　219

图库一体化技术可行性研究
　　………………………………………………………………… 天津市测绘院　袁生礼　223

基于缓冲区操作的多边形合并算法
　　………………………………………………………………… 天津市测绘院　周义军　228

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与匹配技术研究
　　………………………………………………………………… 天津市测绘院　王少一　234

宁夏电网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编处理的应用实现
　　…………………………………………………… 天津市测绘院　关昆/王建国/冯涛　240

基于城市信息综合体的城市多元信息时空一体化管理和应用
　　………………………………………………………………… 天津市勘察院　邓世军　248

三维海量数字模型网络化应用与运行模式研究
　　………………………………………………………………… 天津市勘察院　王永杰　252

天津地铁5号线与交叉线路GPS控制点的衔接
　　………………………………………………………………… 天津市勘察院　贾志强　257

津和荣2#地块基坑工程实例
　　………………………………………………………………… 天津市勘察院　高丽丽　263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湿地生态旅游规划研究——以天津黄港湿地为例
　　……………………………… 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邢燕/王玉石/王峰　271

行人二次过街适用性研究
　　……………………………………… 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学勇/邵勇　278

塘沽多热源集中供热系统热源运行调节研究
　　………………………… 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郝连虎/李明/张博/苏扬　285

大运河天津段用地布局的环境响应
　　…………………………………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莹/朱阳/李津莉　290

景观规划中的水生态综合治理策略——以渭河咸阳段环境景观综合治理概念规划为例
　　…………………………………………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梁悦/秦红梅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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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运河地名文化的价值与保护——以大运河天津段沿线地名为例
　　………………………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孝忠/张博/张燕荣/刘铧文　304

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设计思考
　　………………………………………………………………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齐博　311

还迁社区规划中的设计创新——天津市解放南路地区27、40号地定向安置商品房社区规划 
　　………………………………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卓强/孙宇/刘方婷/王建曾/邹斌　316

天津市中心城区快速路沿线土地开发适宜性研究
　　…………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梅继元　天津市规划局　秦川/杨夫军/胡安乾/杨红军　

322

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和开发建设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 天津市规划执法监察总队　窦世文　332

三等奖论文

城市地下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内容初探——以天津市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萌/王欣然/赵光/尤昆　347

超高层建筑风环境及其影响评价浅析——以天津环球金融中心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魏春军/黄程芬　348

天津市海河中游地区城市生态用地建设策略研究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卢斌/陈宇/汪洋　349

天津市中心城区工业遗产分布结构与保护利用案例研究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吴静雯/刘翠云/白学民　350

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体系化的探索和实践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谢水木/韩仰君/谢爱华　351

从天津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谈转型期公共设施规划编制方法的转变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范小勇　352

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的关联规划初探——以天津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畅/周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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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住平衡的滨海新区客运交通模式研究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路启/原涛/何凤鸣　354

天津市居民接送出行相关特征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于春清/朱海明/马克平　355

　

城市热电厂的空间布局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鸿/任一兵　356

地下公用设施管线切改案例分析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任一兵/李振中　357

对欧式风格在当代中国复兴的探讨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润兴　358

高校外部空间设计与实践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阳建华/董天杰/杨怡/曲小美　359

多元化的保障房动态链规划——以滨海新区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翟坤/卢嘉/梅荣利　360

总规层面的居住规划评估方法探索——以滨海新区为例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翟坤/吴昊天/马春华　361

天津市七里海湿地保护与利用对策研究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越/刘佳/黄磊　362

基于Creator三维地形仿真研究与实现
　　………………………………………………………………… 天津市测绘院　吴洪涛　363

电网GIS空间信息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 天津市测绘院　孙立志/徐洪秀　364

建筑基坑监测及预测模型研究
　　………………………………………………………………… 天津市测绘院　黎慕韩　365

建筑工程高精度平面控制网设计方法研究
　　………………………………………………………………… 天津市测绘院　沈飞飞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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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航片特殊框标的自动内定向算法研究
　　…………………………………………………………………… 天津市测绘院　王琳　367

基于Delaunay三角网的跨比例尺点要素综合算法
　　………………………………………………………………… 天津市测绘院　周义军　368

天津市市政设施数据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 天津市测绘院　杨玉忠/甄冬松/李军　369

基于车载激光雷达测量的城市部件智能化三维建模技术研究
　　………………………………………………………………… 天津市勘察院　邓世军　370

提高TSP203隧道地质超前预报的准确性
　　………………………………………………………………… 天津市勘察院　李新平　371

干湿循环作用下非饱和土的持水特性研究
　　…………………………………………………………………… 天津市勘察院　温煦　372

天津滨海新区总部基地的发展策略研究
　　…………………………………………… 天津市渤海城市设计研究院　郭元胜/谭健　373

滨海新区轻纺工业区规划建设的管理与实践
　　……………………………… 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杨祥楠/潘昆/谭健　374

城市中心区地下空间规划研究——以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金融区地下空间规划为例
　　……………………………………… 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跃文/邵勇　375

“合村并居”背景下的小城镇道路规划研究——以天津市小王庄镇为例
　　…………………………… 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马元直/宋南南/苏婷　376

城市设计中市政工程规划工作的探讨
　　………………………………… 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安洋/李明/李晓　377

地域文化在渭河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方式研究
　　…………………………………………………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段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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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媛　师武军　郑向阳　张丽梅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群发展的区域协调途径探讨
——北美城市群经验及对环渤海城市群的启示

摘　要：当前，城市群是全球城市化

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成为中国组织城镇空间

的主体形态，继长三角、珠三角后，由京津

冀、山东半岛、辽中南组成的环渤海城市群

正进入一体化的战略发展期，针对目前面临

的核心城市发展、资源优化利用、设施体系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文章指出构建

复合型、多元化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是当务

之急。深入分析研究北美五大湖和美国东北

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的区域协调经验，在以

专项研究为引导、采取严谨细致的工作方

法、实现城市群内部的良性合作与错位竞

争、建设一体化的交通体系等方面加以借

鉴，特别指出我国城市群发展必须走适合

自身的特色化道路。最终对环渤海城市群的

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从成立机构、编制规划、

“大滨海”概念促进整合、加强监督、学术

推进等几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美国东北

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环渤海城市群　区域

协调

1　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城

市群的快速扩张已经成为全球发展不可阻挡

的空间现象，世界各地的超级大都会正渐渐

汇聚成更大的“超级都市区”和“超级城市

群”①。从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城市群的形

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客观反映，是发

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是国家参与全球

竞争与合作的空间主体。在我国，城市群已

逐步成为组织城镇空间的主体，以上海、南

京、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以广

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业已形

成并发挥作用，由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

南组成的环渤海城市群正进入一体化的战略

发展期。环渤海地区是我国承南启北、贯通

东西的重要区域，是我国北方地区对外开放

的门户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特别是参与东北

亚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主体区域，在国家战略

的倾斜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有必要也有可

能成长为一个整体的、超大的世界级城市

群。不同于单个城市，城市群发展涉及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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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地域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完善的主次序

列和高效的分工协作，从而发挥群体的最大

效益。环渤海城市群一般被认为包含京津

冀、山东半岛、辽中南三个次区域，一体化

协调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笔者在参加环渤

海城市群研究中有幸实地考察调研了北美五

大湖和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两个目前国际

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并与五大湖城市群的

协调机构五大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大

湖委”）进行了交流座谈，总结其经验以期

对环渤海城市群实现区域合作与共赢有所启

示。

2　北美城市群区域合作协调的经验与

启示

2.1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2.1.1　城市群概况

五大湖城市群主要包括环绕五大湖②的

美国中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南安大略省地区，

还包括部分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和魁北克

地区。以密尔沃基-芝加哥走廊和底特律-

多伦多走廊为核心，包括芝加哥、匹兹堡、

克利夫兰、托利多、底特律、多伦多等主要

城市，沿五大湖呈半月型分布。区域内部

城市总数达35个，其中百万以上的大都市20

多个，面积16.4万平方公里，支柱产业为制

造、运输、商业房地产、零售，其核心是美

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

五大湖地区从19世纪初开始进入开发

阶段，早期因水网交通而兴盛，并很快以浩

瀚森林与肥沃土地的价值，兴盛了伐木与农

业。伴随世界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该地区丰

富的矿产资源再加上充足的水源，促使了庞

大的工业和巨大的都市区的发展，于20世纪

初达到繁荣鼎盛时期，形成了沿密歇根湖的

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芝加哥、密歇根

州底特律，以及沿伊利湖南岸扩展至安大略

湖的多伦多、汉米尔顿地区的世界级城市群

地区。

2.1.2　区域协调的经验与启示

2.1.2.1　以专项研究的引导为重点，区

域协调更易实现

五大湖水域总面积达24.6万平方公里，

流域面积约76.6万平方公里，覆盖加拿大

安大略省和美国8个州，南北延伸近1110公

里，东西延伸约1400公里，内部重要城市数

量超过30个。针对这样一个广阔的发展地

区，大湖委作为一个区域协调组织，其具体

的运作方式体现了五大湖城市群的区域协调

重点。

大湖委成立于1955年，最初成立的目的

是建立一个组织，能够提供联邦政府与州政

府在重大问题上对话的平台，进而在重大决

策上争取联邦政府的支持，其背景离不开美

国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的政治体制。委员会成

立之初，也曾以出海口、港口的统筹为手段

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但随后重点已逐渐转向

实现大湖流域、圣劳伦斯河水资源以及相关

自然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利用，进而促进五大

湖地区有序、综合、全面的发展。其中加拿

大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在1999年加入，形成

现在大湖委的跨国组织机构。大湖委日常工

作的目标集中在形成水资源等重大地区发展

问题的共识，而非地缘政治，主要以科学的

研究为依据，以互惠互利的合作为前提，促

进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环境保护。

例如在大湖地区生境保护与恢复问题

上，大湖委的工作更注重通过科学研究解决

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就非本地芦苇以及亚

洲鲤鱼的物种入侵问题，委员会召开专题研

讨会、组织专家制定战略框架和对策、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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